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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磐石市朝鲜族幼儿园  梁爽 

2017 年 10 月 11—12 日，我参加了“国培计划（2017）”——吉林省乡村幼儿

园教师工作坊研修活动中的集中培训活动，此次培训真是受益匪浅。培训内容不仅丰富

全面，而且非常细致。从教师专业发展微探—微课与制作—信息技术环境下名师工作坊

的开展—工作坊项目的深入，以及生动、鲜活个案分析等等。许许多多与我们教师自身

工作息息相关的问题都在两天的培训中找到答案，平时教师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

力备课、上课，根本无暇抽出时间进行全面的培训，所以这次有针对性、致力于实践的

培训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通过培训，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更新观念。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

在教育领域广泛运用，“教书匠”式的教师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这就要求教师既

不能脱离教学实际又要为解决教学中的问题而进行的研究即不是在书斋进行的研究而

是在教学活动中的研究。必须具有现代教育观念，并将其运用于教育工作实践，不断思

考、摸索，朝着教育家的方向努力。以教师为本的观念应当转为以学生为本，自觉让出

主角地位，让学生成为主角，充分相信学生，积极评价学生。 

通过此次培训，我在教学观上有了一定的转变，不能为了教书而教书，叶圣陶先生

说过：教是为了最终达到不需要教，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教学不光是简单的传授知识，

要重在教学生掌握方法，学会学习，不能只让学生“学到什么”还让学生“学会学习”，

学生掌握了方法，终身受用，可以自己获取知识，除了学习，还要注重启迪学生的智慧，

给学生充分的空间、时间，发挥出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通过培训，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作为一名教师，要坚持不断地学习，积极进行知识的

更新。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教育现代化工程的不断推进，当前以多媒体与网络技

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的迅速兴起，正猛烈地冲击着各学科的教学。在网络理论下知

识突破了原有书本的限制，不再以点的形式出现，而是以流的形式传递，使教学观念，

教学主体，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形式都发生根本改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

靠二支粉笔一张嘴”的教学模式，已不能适应新课程“主动、探究、合作”学习方式，

传统观念下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闻道有先后”的观点，也将被基于新课程教

学提出来的“教育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合

作，学会实践，学会创新”的理念所取代。教师应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做好自

己的角色定位，充分利用网络环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促进教与学的改革深化。学习，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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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培训，让我能以更宽阔的视野去看待我们的教育工作，让我学到了更多提高自

身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的方法和捷径。“爱”是教育永恒的主题，我们知道了怎样更好

地去爱我们的学生，怎样让我们的学生在更好的环境下健康的成长。作为一名幼儿园教

师，我们要以扎实的作风潜心实践，坚持不懈；要以自觉的精神对待学习，不必急功近

利，心浮气躁；要以务实的心态思考问题，力求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要以独特的眼光

大胆创新，做到不拘一格，匠心独运；要不断完善自己多元而合理的知识结构，保持积

极而健康的心理品质，逐步形成巧借外力的综合素养，让自己的工作、生活与学习始终

处于一种研究的状态，让自己的生命处于不断探索与追求的过程之中。 

通过培训，认识到每一位教师都应积极参与到课程改革中去，不做旁观者，而应去

推动它朝正确方向发展，做一个课改的积极实施者。身为老师，要把握新课改的动态、

要了解新理念的内涵、要掌握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不断地学习

理论知识，用理论指导教学实践，研究和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把科研和教学结合起来，

做一个专家型、学者型的教师，使自己具有所教学知识方面的前瞻性。这样，才能培养

出新时期“发现型、发明型、创造型、创新型”的学生。为了我们的教育，为了我们的

学生，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会时时处处都要注重自己的师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并加强自

己的理论素养和专业技能的学习和提高，具有较强的教育科研意识和能力，有目的地总

结教育经验，反思教学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切实担负起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

工作中起到骨干教师的带头作用。 

我们从教之路任重而道远，尽管“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吾将上下而求索”。 

 


